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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特种设备证件案带出隐忧

庆元县是我国“食用菌产业基地”“竹制品产业基地”“铅

笔生产基地”，全县共有食用菌、竹制品、铅笔等企业800余

家。叉车、锅炉、电梯等特种设备都是这些企业的“标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安

全技术档案应当包括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

证明、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

术资料和文件；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日常使用

状况、维护保养、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等。

2021年12月以来，庆元县检察院受理了多起涉及伪

造叉车证、锅炉证等特种设备证件案，伪造的证件多达28

本，涉及企业员工20余人。这一情况引起了检察院公益

诉讼部门的注意。

“特种设备危险系数高，这些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

我县各类企业特种设备安全生产领域存在较大隐患，亟需

引起重视。”庆元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负责人林亚鹏说，

在收到其他业务部门的通报情况后，公益诉讼部门立即向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庆元全县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特

种设备数量及从业人员等相关信息近17000条，进行碰撞

比对分析。

检察公安联合抽检十多家企业

“我们对调取出来的数据进行碰撞，筛选出不符合相

关规定的企业、人员等信息，主要关注那些有登记在用的

特种设备却没有登记从业人员的单位。”庆元县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副主任吴茜介绍，通过数据碰撞总共筛选出电梯

类企业600多家、锅炉类10家，叉车类134家。4月以来，

庆元县检察院联合县公安局，根据筛选结果深入企业进行

随机检查。

“多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吴茜介绍说，经实地走访县

内十余家企业，发现部分单位存在叉车作业中持非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证上岗作业、无证作业、驾驶叉车不系安全带

等情形，电梯管理方面存在未定期维保、反复故障等问题，

锅炉运行方面存在运行记录不全等情况，存在较大安全生

产隐患。

之后，检察院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进行

督促整改，并常态化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检查，加强对

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力度。

千台特种设备贴上“安全码”

“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只有现场检查才能发现，特种设

备从业人员往往流动性也很大，这都给监管造成了困难。”

吴茜说。

好在浙江省已上线“特种设备码”，通过对已在浙江省

内办理使用登记的在用特种设备赋码，作业人员、维保人

员等通过扫码就可以根据不同的身份进行设备查询、上岗

操作学习、日常巡检等，实现特种设备高效监管。

将“安全码”全面使用起来，监管才会有的放矢。为

此，庆元县检察院以“件件赋码、户户规范、时时扫码”为要

求，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送法、送

码进企”现场执法活动，为全县办理使用登记的在用1000

多台特种设备都贴上了“安全码”。之后，市场监管部门将

根据赋码后的使用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监督，扎牢特

种设备安全生产的“阀门”。

叉车证、锅炉证竟然都是伪造的？
检察官盯上案件背后的问题，用“码”来解决

为叉车等特种设备贴上为叉车等特种设备贴上““安全码安全码””检查蒸汽炉等特种设备使用情况检查蒸汽炉等特种设备使用情况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林鑫

“以前上车操作全凭经验，现在扫

码上岗，规定动作做到位，安全这根弦

绷得更紧了。”日前，庆元县检察院屏

都检察室主任刘丽妫来到浙江艾米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走访，叉

车司机吴师傅告诉刘丽妫，现在公司

使用特种设备比原来规范多了。

今年3月以来，针对特种设备的

安全生产问题，庆元县检察院公益诉

讼部门开展了一次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行动，让全县1000多台特种设备贴

上了“特种设备码”。

新华社 屈凌燕 吕昂

位于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的小地方酒家里，老板

娘管利英在后厨和收银台之间来回忙得脚不沾地，糯

米八宝鸭、红烧酱肘子、酱爆鳝丝……这里的本帮菜颇

受老饕们欢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小地方酒家从今

年2月起闭店多次，营业收入一度降到冰点。随着疫情

好转，企业复工市场恢复，小地方酒家生意又红火起

来，却面临资金周转困难。

嘉兴市秀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主动联

系管利英，15万元以下个体户免征增值税、个人所得

税缓缴6个月、个体工商户信用贷款……各种针对性

纾困政策直达商户，让管利英减轻了负担，也解了资

金燃眉之急。

浙江全省共有个体工商户554.7万户，占全省市场

主体的63.2%，带动近1250万人就业，是浙江经济最微

观、最活跃的因素，也是与百姓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主

体，在稳定就业和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

重要作用。

受疫情不确定性影响，当前个体工商户面临诸多

困难，浙江近期由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牵头，整合10个

部门纾困职能，从降低经营成本、给予专项补贴、强化

金融帮扶、优化营商环境等4个方面，出台《关于扶持个

体工商户纾困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性推出25条纾

困解难政策，帮助个体工商户提振发展信心，稳定生产

经营。

“针对个体工商户面临的费用高、贷款难、发展难

等现状，我们突出问题导向，注重政策衔接，根据现阶

段个体工商户实际情况进行细化、调整，提升了政策

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局长章根明

表示。

随着“叮”的一声短信提醒，杭州勾庄农副产品物

流中心商户潘老板从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申请的50万

元信用贷款，完成了审批和放款，潘老板马上用这笔贷

款支付了货款。

勾庄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农副产

品集散地，商户超过1300户，进销货时款项往来较

大。但商户资产主要是存货和应收账款，传统的抵押

方式很难获得贷款，对信用、保证类贷款需求强烈。为

保障“菜篮子”供应稳定，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主动为商

户设计了专项批量服务方案。“办理简便，审批快，无抵

押，额度高。”潘老板笑着说。

浙江推动个体工商户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扩面增

量，力争2022年新增个体工商户经营性信用贷款600

亿元，加大首贷户培育拓展，为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

提供首贷和续贷支持。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长应兆祥表示，下一

阶段将继续通过加大央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运用

力度、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等手段，助力受疫情影响的重

点行业、企业、人群等市场主体渡过难关。

围绕受疫情影响重、就业容量大的文旅、餐饮、住

宿、零售等行业，浙江支持各地开展促消费专项行动，

定向发放消费券、服务券等惠民补贴，提升个体工商户

经营性收入。“这个‘五一’假期，政府发了消费券，店里

核销了40多万元，感觉缓过劲来了。”桐乡市一珠宝店

老板岳荣清说。

浙江还推行“歇业制度”，允许因疫情影响暂时无

法开展经营活动、但仍有较强经营意愿和能力的个体

工商户按规定程序进行歇业，为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

在“存续”状态和“注销”状态之间提供“歇业”缓冲。“目

前困难时期停业休整一下，我相信还有机会从头再

来。”台州临海市餐饮个体工商户刘宾说。

为加快个体工商户纾困政策落地见效，浙江发挥

数字化改革优势，打造全省一体的浙江“小微通”平

台，动态梳理小规模纳税人、服务业个体工商户等减

税降费对象并精准推送政策。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

户登录相关业务管理系统进行确认，即可自动兑现税

费优惠政策，实现“一次不跑、减免到户”，确保“应享

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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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经济细胞都活起来
浙江纾困政策为个体工商户“减负”“增氧”

随着疫情好转随着疫情好转，，桐乡市濮院镇佳源夜市又逐渐红火起来桐乡市濮院镇佳源夜市又逐渐红火起来


